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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你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
我们账户被冻结，如果不配合激
活，就会直接划扣你父母的财
产！”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威胁信
息，13岁的琪琪（化名）吓坏了，
向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咨询，寻求帮助。记者近日
获悉，该中心已接到全国各地上
百件以未成年人给红十字会捐
款冻结账户为名实施诈骗的咨
询。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
间增多，反诈民警提示家长做好
网络安全教育，保管好自己的手
机，不要让孩子获悉支付密码等
个人信息，避免孩子落入电诈圈
套。

扫码领福利
结果领来“惊吓”

“扫码加入群聊领福利！”13
岁的琪琪正刷着短视频，短短一
行字，立即引起了她的好奇，扫
码之后她进入了一个QQ群。

群成员很快达到四五十人，
管理员发出一个二维码并发话：

“大家扫码给红十字会捐几毛
钱、几元钱都行，有机会获得高
额现金返利。”琪琪扫了一下，还
真是红十字会的捐款链接。正当
她犹豫时，管理员又发出一张微
信转账 1888元的截图，并“恭喜
第二位捐款的朋友”。一看真能
获得返利，琪琪立即扫码捐了

1.88元，坐等返利。
很快，管理员给琪琪发来信

息，质问“你是未成年人？”接着
发来一张类似系统弹窗的警示

图片，上面写着：由于未成年人
捐款导致系统订单存在异常，需
要用家长手机来进行担保验证
完成退款，如果未能完成验证会
自动扣除捐款人家长银行卡 6
万元，如不配合，将移交法院处
理。

“你们也没说未成年人不能
捐款呀，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琪琪试图跟对方争辩，管理员则
以一副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
现在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我们
公司冻结了 6万元。拿你父母的
手机过来配合解冻一下账户就
没事了。”琪琪意识到自己闯祸
了，可爸妈又不在家，拿不到手
机。管理员一个劲儿催促：“你尽

快处理，如果不处理，我们将起
诉你父母，轻则冻结名下财产，
严重将会坐牢。”

这可把琪琪吓坏了，情急之

下，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正好
看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发布的一则防范捐款诈
骗的宣传视频，律师说的情况跟
自己的遭遇十分相似，赶紧向律
师咨询。

“凡是说向红十字会捐款领
福利的百分百是诈骗，千万不要
用家长的手机配合对方操作，赶
紧退群将对方拉黑。”接待咨询
的陈强律师一边安抚琪琪的情
绪，一边教她如何应对。陈律师
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一段时
间以来，中心已经接到上百件有
关未成年人被诈骗的咨询求助。

“一模一样，都是 6 万元”
“我也被骗了，连图都一样。”记

者看到，在中心发布的防范短视
频下，已经有 900多条回帖，都
是未成年人遭遇了类似骗局。

常上网兴趣广
12岁至15岁娃易中招

通过梳理咨询信息，陈强律
师发现，这些被诈骗的未成年人
以 12岁至 15岁为主。他们接触
网络、浏览社交平台的机会和时
间更多，有的喜欢玩网络游戏，
有的追星。他们已经可以熟练使
用QQ、微信、支付宝，甚至绑定
银行卡、验证码转账等操作，但
相对于更大的孩子和成年人，又
欠缺防范意识。

记者注意到，遭遇上述诈骗
的孩子，基本上都扫码捐了款，
少则块八毛钱，多则一二十元。
也有孩子禁不住吓唬，拿着家长
手机“配合”骗子完成了转账。在
公安机关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
中，孩子为了领取免费游戏皮肤
进了圈套，被威胁后提供了家长
两张银行卡信息，并将短信验证
码发给对方，导致 36万元被骗
走。

即便是那些没有用家长的
手机转账的孩子，骗子的话术仍
然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
一名家长心疼地说，孩子因为担
心赔钱，上课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急得哇哇大哭，老师问明原因告

诉她被骗了。“不知道孩子那几
天承受了多大的心理煎熬。”

家长管好手机
保管好密码是关键

在采访中，反诈民警和公益
律师都表示，防止未成年人被诈
骗，家长要守好“第一道防线”，
自己提高反诈意识，对孩子开展
网络安全教育。

首先，家长要提醒孩子不要
相信非官方平台发布的捐款返
利、领取游戏皮肤、明星周边的
消息。孩子在上网时做到不点击
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人发布的
广告，就不会落入圈套。

当然，孩子好奇心重，即便
家长提示了，可能看到感兴趣的
信息仍然会点击。所以，家长应
多关注孩子的上网情况，了解他
在玩什么游戏，手机账户里零花
钱的支出情况。如果发现孩子在
网上捐款，或者提到免费领皮
肤、明星周边等信息，就要及时
核验防范风险。

“防范最关键的一条，就是
家长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守好
个人信息。”民警说，只要孩子拿
不到家长的手机、银行卡，不掌
握家长的支付密码，即便孩子在
不经意间落入陷阱，骗子也无法
得逞。

据《北京晚报》

孩子进群领福利 却被要求用家长手机转账

扫码返利 真有便宜可占吗

6月2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一起“医托”团伙诈骗
案的两名主犯作出一审判决：被
告人易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被告人邓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易某和邓某均未提起上诉。
目前，法院判决已生效。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浦东
检察院”）获悉，该团伙诈骗案内
部分工明确，在上海各大医院进
行“医托”诈骗，涉及被害人1800
余人，涉案金额达700余万元。45
名团伙内的“老板、医生、医助、
医托”被告人分别被检察机关以

“诈骗罪”提起公诉，其中 3人为
具有行医资质的执业医师。

三甲医院不少病
人挂号不就诊

2023 年年中，公安机关接
到报案，郑先生带母亲前往上海
浦东新区一家三甲医院看胃病
时，挂号后等待看诊过程中，被
一位“病友”拉到附近一家中医
诊所就诊，共花费 8000余元，怀
疑自己遭遇了诈骗。根据这一线
索，公安机关查看该医院挂号系
统后发现，近期出现不少病人挂
号不就诊的情况。

当医院医生对这类病人进
行电话回访时，病人则透露，在
等待看诊的过程中经历了与郑
先生同样的遭遇，在“病友”推荐

的中医诊所开了数千元的药，且
已经在自行服药了。

据前述三甲医院医生介绍，
该院医生每次一般最多开具 14
副 2周的药量。但有患者告诉医
生，自己在外面开了 10副中药
就付了3000多元。

经公安机关侦办后发现，受
骗患者为每一副中药支付的费
用为200元至800元不等。

除医院外，2023 年到 2024
年年初，陆续还有多名患者直接
报警反映“自己可能被骗了”。这
些患者无一例外都是被“病友”
带去了某家中医馆，并在中医馆
内找到某知名医院“退休专家”
看病。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陆
家嘴公安处在侦办案件中发现，
出现这种“病友”的医院远不止
这一家，多家上海著名的三甲医
院，也出现过类似“病友”。

这些“病友”不仅把病人带
到中医馆，还帮着病人一起付
费、挂号、开药、买药。事后，“病
友”还与病人加了微信，一起讨
论恢复情况、对抗病魔。他们做
这一切的目的，只是想让病人

“吃完再来开药”。
警方调查发现：病人开药

后，“医托”可从中抽取55%的提
成。病患复诊，“医托”还能再拿
一份提成。

“医托”拉单，多
家医馆接单

记者拿到的多份法院判决
书显示，前述诈骗团伙不仅队伍

庞大，内部构造也很复杂，除“医
托”外，每个环节都有“托儿”。

冯某英是前述诈骗团伙中
的一名“医托”。自 2022年开始，
该案主犯易某和邓某就开始招
募“医托”，冯某英是当时招募的
第一批“医托”中的一员。

冯某英的工作，是到各个上
海知名的三甲医院去“拉单”，先

假扮病友，再用虚构事实、夸大
医疗效果的办法，将病患诱骗到
荣某堂、心某佳、济某堂等多家
中医门诊部就诊。

到案后，针对冯某英的审计
结果显示，她共计骗了 13个被
害人，涉及钱款8.4万余元。

而冯某英，只是这一诈骗套
路中的一个“前置环节”而已。法
院判决书显示，易某和邓某除雇
佣“医托”外，还要聘用综合管理
人员负责记账、发放工资等，聘
用闫某芳计算提成，聘用唐某敏
等人负责从前台将处方发到药
房，聘用王某、华某等为“医生助
理”负责制定病患服药的具体疗

程，聘请 3名有医师资质的中医
医生坐诊开处方等。

此外，两名主犯还要花钱租
用多家正规中医门诊部里的“诊
室”，让雇佣的医师“进驻”进去，
并单独设立付费窗口。

易某与前述多家中医门诊
部的外包中药房负责人袁某萍
则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约定由

袁某萍负责减少药的品种与含
量，将所有处方用药成本统一控
制在一副中药21元左右。

也就是说，无论病人拿着什
么样的“昂贵处方”去开药，最终
交到病人手里的药品，每副中药
成本都是21元左右。

为什么那么多被
害人会上当受骗

2023年7月，公安机关将前
述团伙老板易某、邓某为首的数
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于
同年 8月移送浦东检察院审查

起诉。2023年11月起，浦东检察
院陆续对易某、邓某团伙“老板、
医生、医助、医托”共计 45人以
诈骗罪提起公诉。

目前，法院已对该案包括主
犯易某、邓某在内的所有被告人
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
易某、邓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涉案相关的中医诊所已被
属地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要求关停整改。

“案子看上去是告一段落
了，但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关联
问题，正在研究下一步的检察建
议方案。”浦东检察院办案检察
官傅慧告诉记者，前述系列案件
令人深思，为什么那么多被害人
会前赴后继地上当受骗？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他们被带去的中医
馆，都是具有正规行医资质的场
所，但他们在这里遇到的“医生”
和“医助”不少是非正规的。

傅慧也带着办案团队到上
海各大医院附近的中医诊所暗
访过。她发现，有的诊所把一间
一间的看诊室出租给个人，还有
的诊所干脆把二楼一整层都出
租给个人。

“这就像在百货商场租柜台
似的，不同位置的门面，价钱还
不同。结账的时候，看上去是在
商场收银台统一结账，但你这个
柜台使用的是另一套结账系统，
有专门的收银人员，这样的操作
实际上增加了老百姓辨认骗术
的难度。”傅慧说。

据《中国青年报》

患者挂号不就诊 被“医托”半路“截胡”

三甲医院1800多名病人去哪儿了


